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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悲悲
美國媒體及政客近期多次發表涉疆錯誤聲

明，誣衊新疆存在所謂「強迫勞動」問題，但事實

上向來自稱「民主燈塔」的美國，實際才是強迫勞

動最嚴重的國家。人權組織Walk Free估計，全美目

前至少存在40萬名強迫勞動的「現代奴隸」。美國國

務院亦承認，美國是「強迫勞動、債務奴役、非自願奴

役和性交易受害人的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

不論美國公民還是外籍勞工，都可能成為強迫勞

動的受害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文佑

在美國，不論是酒店、建築、清潔、護工等
常見服務業，還是農業和製造業，幾乎都

存在強迫勞動問題。僅2012年，輸入美國的外
勞受害人便多來自鄰國墨西哥，以及泰國、
菲律賓、洪都拉斯、印尼和危地馬拉等國
家。

性販賣遍50州 人蛇騙上鈎
遍布全美50個州、被稱作「現代奴隸
制」的性販賣，正是強迫勞動的重災
區。早在2015年，致力打擊強迫勞動的
全球組織Polaris調查便發現，全美近
6,000宗性販賣案件中，都有美國公民
成為受害人，外勞受害人更不計其數。
僅2014年，佐治亞州性販賣行業利潤
便高達2.9億美元。
除性販賣外，更多外勞還在許多行

業幕後從事強迫勞動。許多人蛇通過
工作、教育或旅遊機會哄騙受害人，
然而一旦進入美國，受害人便被收走護
照和隨身財物，被迫從事繁重勞動。有
僱主甚至不為外勞提供報酬，僅以食物
或淋浴代替，嘗試逃走的外勞更會遭到
毒打和債務威脅。在重重壓迫下，外勞
年均收入只有1萬美元，合法勞工享有的
加班費、醫保、病假等權益更無從談起。

H-2簽證不能轉工 外勞吞聲
美國實施的H-2外勞簽證計劃，亦早已被

指出成為強迫勞動的溫床。民權組織「南方貧
困法律中心」（SPLC）早在2013年便發表報
告稱，根據H-2簽證規定，外勞只能為將其帶
入美國的僱主服務，不能更換工作，否則便會
影響簽證記錄。報告指出由於計劃漏洞，外勞但
凡抱怨自己遭受虐待，便會面臨被驅逐、列入入
境黑名單等懲罰，甚至遭到僱主報復。
在總統拜登就任前夕，亦有多個非牟利組織呼

籲美國政府，將打擊強迫勞動作為反人口販運重
心。SPLC法律事務主任內奧米．徐（譯音）便
直言，美國向來自稱「全球燈塔」，但外勞簽
證暴露強迫勞動問題，早已凸顯美

國需盡快改革移民制度
的重要性。

美國人口販運和美國人口販運和
強迫勞動問題嚴重強迫勞動問題嚴重。。儘管有儘管有
聯邦法律為外籍受害人提供聯邦法律為外籍受害人提供「「TT簽簽
證證」」作為保護作為保護，，但包括不少美國律師在內但包括不少美國律師在內，，
多數人都不熟悉多數人都不熟悉TT簽證規定簽證規定，，對法律保護措施知之對法律保護措施知之
甚少甚少。。美國智庫美國智庫「「城市研究所城市研究所」」20152015年報道便指出年報道便指出，，
7171%%人口販運受害人進入美國時都是合法移民人口販運受害人進入美國時都是合法移民，，但當中但當中6969%%
受害人尋求幫助時早已變成受害人尋求幫助時早已變成「「黑戶黑戶」，」，失去了合法移民身份失去了合法移民身份。。
根據根據TT簽證規定簽證規定，，人口販運受害人脫離蛇頭控制後即可獲得保人口販運受害人脫離蛇頭控制後即可獲得保

護護，，若他們協助執法部門追蹤蛇頭若他們協助執法部門追蹤蛇頭，，便可獲得便可獲得TT簽證簽證，，在簽證生效期間享有在簽證生效期間享有
行政豁免行政豁免，，可以留美工作可以留美工作。。然而受害人諮詢移民事務律師時然而受害人諮詢移民事務律師時，，有律師卻建議其即使有律師卻建議其即使
不符合難民身份不符合難民身份，，也要申請難民簽證也要申請難民簽證。。許多人更在僱主控制下勞動數月甚至數年許多人更在僱主控制下勞動數月甚至數年，，
才逃出魔爪求助才逃出魔爪求助。。
個人申請個人申請TT簽證需要執法部門和移民局協助簽證需要執法部門和移民局協助，，但但

美國執法人員普遍存在偏見美國執法人員普遍存在偏見，，對蛇頭和僱主的信任對蛇頭和僱主的信任
甚至勝過受害人甚至勝過受害人。。在一宗案件中在一宗案件中，，有農場主槍擊嘗有農場主槍擊嘗
試逃離農場的販運受害人試逃離農場的販運受害人，，警方到場後警方到場後，，卻以受害卻以受害
人屬非法移民為由將其拘捕人屬非法移民為由將其拘捕。。亦有移民局官員以受亦有移民局官員以受
害人疑似在律師幫助下作出虛假陳述為由害人疑似在律師幫助下作出虛假陳述為由，，駁回其駁回其
簽證申請簽證申請。。

截至 2015 年，
美國在囚人數超過

220萬，冠絕全球。雖
然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已明

確廢除奴隸制和強迫勞動，
但仍規定相關行為可作為對於囚
犯的「犯罪懲罰」，許多監獄因
此成為強迫勞動「法外之地」。
有關注美國監獄狀況的紀錄片形
容，奴隸制在美國並未消失，監獄
便是「重塑奴隸制」之地。
密西西比州安哥拉州立監獄早在

2015年，便被揭發獄中絕大多數囚犯
一旦被視為身體狀況合適，便會被迫
從事繁重勞動。拒絕勞動的囚犯會面
臨多種懲罰，包括單獨囚禁、失去獄
中表現良好的減刑機會，或被禁止會
見親屬。囚犯勞動收入僅為每小時2美
仙，部分囚犯甚至完全沒有收入。
美國《公平勞動法》（FLSA）和

《全國勞資關係法》（NLRA）等法例
規定，囚犯某程度上亦屬於「僱員」，
但由於缺乏免於強迫奴役的憲法權利，
許多囚犯希望爭取勞動應得合法權益

時，依然面臨眾多司法阻礙。過往一些
囚犯控告監獄支付最低工資的案件中，
法院便裁定監獄與囚犯的關係並非僱主
與僱員關係，令他們得不到相關保障。

美國在2018年時，曾發生大規模的
監獄囚犯罷工事件，他們在惡劣和危險
的環境下工作，但只能賺取微薄薪金，
唯有通過罷工爭取改善工作環境，揭
露美國監獄強迫勞動情況嚴重。
在2018年8月21日爆發的罷工，
囚犯以絕食和拒絕工作進行抗議，

指出他們無法選擇薪金和工作環境，猶
如「被奴役的工人」，基本人權受盡剝
削。罷工行動共有多達17個州份的囚
犯參與，其後還有多個加拿大監獄的囚
犯響應。
美國監獄的強迫勞動問題存在已久，

雖然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旨在廢除奴隸制
和強迫勞動，但囚犯卻不受保障，監獄
甚至利用這個漏洞，以強迫囚犯勞動。

全美約有37個州份的監獄與私人企業
仍有簽訂合約，囚犯除了須為這些企業
從事農業和食品加工等工作外，還要參
與高危的山火撲救行動。
即使工作艱辛、環境惡劣，每名囚犯
平均每日卻只能賺取約0.86至3.45美
元，至於危險的山火救援已能算是「高
薪工作」，最高每日可獲得5.12美元，
有5個州份甚至不會向囚犯支付任何薪
金。囚犯需通過勞動獲得金錢，才能支
付獄中生活的額外開支，但薪金太
低，他們連與家人打電話的費用也無

法支付。

監獄夥私企勞役 救山火日薪僅5美元

美國法外之地
監獄「重塑奴隸制」

●●美國囚犯參與撲美國囚犯參與撲
救山火救山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執法人員偏袒僱主律師不知保護
措施

●●人權組織估計人權組織估計，，美國有至少美國有至少4040
萬萬「「現代奴隸現代奴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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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外勞受到壓榨不少外勞受到壓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囚犯被迫美國囚犯被迫
工作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